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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研究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并把它提到文化层次的高度加以充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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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都90年代，书里面怎么到处还是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逻辑？
2、著名教授的成名作 
3、李剑鸣老师的早期著作
4、马列腔太浓，干货也不是很给力
5、进步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起了重大的转折作用。与罗斯福新政的物质改革不同，进步主义运动
更是一场文化重建运动。
6、现在在看这本书，我就一直在想李老师当时是不是深受贝林和戈登·伍德的影响，定义进步主义
运动为文化重建运动，所用的方法论是“观念塑造行为”么？
7、说实话，一般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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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发生的时间大概是1896年到1917年之间，它是美国历史上一场以中等阶层为主
，有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已取得巨大物质进步的基础
上，推动社会的全面改善，创造出与物质繁荣相应的精神文化条件，重建遭到工业文明摧毁和破坏的
社会价值体系，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进步主义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自我完善、自我调整的时
期，但运动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美国长期政治变动、社会抗议发展的结果，中西部农民运动、文
官制度改革运动、共和党的反叛运动，平民党运动，这些都是孕育进步主义的温床。　　工业时代的
到来，美国也不例外出现了“工业文明综合症”，包括经济生活的混乱、社会贫困的恶化、阶级对抗
的加剧、政治结构的危机以及文化的衰落。其实工业文明综合症归结起来就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与社
会的冲突发展到极点，以至于达到了不控制个人行为就无法维系社会整体的地步；一是物质财富、经
济力量不能迅速转化为社会的整体改善，这两方面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与技术
的进步，却使得社会文化与精神的发展相对滞后，由此导致的社会严重失谐。　　为应对这些问题，
美国社会开始了一系列的运动，许多运动都是在一些社会人士组成的团体的呼吁，揭露下引起州政府
的重视，州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在联邦层面推进的比较缓慢，许多措施难以推进。　　具体
运动都是针对问题进行的，首先是黑幕揭发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美国社会批判理性的成熟，源源
不断的揭露文字，不断刺激着美国人的麻木的神经，使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已变成了一
个什么样子，从而产生了渴求变革的心理，改革的舆论气候渐次形成。平民党运动的兴起，是内战以
后持续不断此起彼伏的农民运动的高峰，对美国的政治产生一定影响，文官制度改革、共和党的反叛
运动，这些都是大规模改革的前奏。　　一、在政治方面，针对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政风败坏、党
魁擅政、富人干政、政治腐败等问题而出现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新民主”的提倡，扩大人民对
政治的参与，加强人们对政府的监督；全国城市改革运动，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改革城市管理体制，
包括发展出城市经理制和城市委员会制；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威与权力；争取妇女选举权力。　　二、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用政府这个巨大的公共权力机关来控制大公司，使之不
危害社会，消除它对民主与自由的威胁。包括反托拉斯法、保护资源的全国性运动等，但实际上政府
干预经济，本质上是一场文化运动，其目的是为经济生活注入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确立不同的经济组
织、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目标认同，从而建立起适应工业时代社会生产的经济秩序。　　三、在
社会改革方面，社会正义运动，以争取改善社会下层民众生活条件，调和劳资关系为目标，它是群众
性最强，最具有人道主义色彩与宗教热情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贫困问题的严重性，社会正义运
动对解决贫困问题的作用并不明显，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产生了社会福利主义的萌芽。其次就是针对
劳资关系冲突而开展的新劳工政策的形成，工人的某些权利得到政府的认可，政府开始介入调解劳资
纠纷，工厂立法获得进展，包括童工立法、女工立法、工资工时立法、生产条件与事故赔偿立法。而
在劳工立法方面州政府所取得成就远在联邦之上，主要原因包括：一方面宪法仅授权联邦管理州际商
务和对外贸易，故联邦立法只能涉及这些领域的老公问题；另一方面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往往是联邦
劳工立法遭到挫折，最高法院往往固守“契约自由”到“财产权利”的信条，对联邦劳工立法动辄加
以扼杀。　　四、在文化方面，指导进步主义运动的社会思潮认为，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向进步的，人
的理性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进步主义的核心，进步主义甚至不能称作一股思潮，它实际是一种
社会信念，一种充满乐观主义的社会心态，它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社会进化论、理性主义、环境改造论
、人道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进步派批判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弊端，但并不从根本上否认其合理性，而
是力图通过人们的自觉性来消除弊病、改造社会。　　进步派对工业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物质繁荣是
竭诚欢迎的，但同时又担心物质的力量会威胁到人的权利的完整和社会文化精神的存在，从而使人沦
为物的奴仆。因此，他们致力以求的就是在物质与技术进步之外，发展出与之同步的精神与道德的进
步，使社会的平等与个人的自由并存，让物质的繁荣为人类的幸福服务，促成正义与进步的联袂而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进步主义是一次文化重塑运动。　　在文化方面，还出现了本土意识的成熟、
新个人主义的发展、新国家主义（对杰斐逊主义的反叛）的兴起、效率与科学管理思想的普及以及道
德的复兴。　　进步与扩张的同步。在进步主义运动展开的同时，也是美国扩张主义高涨的时代，最
终美国参与一战，进步主义运动遭到致命的一击，慢慢开始消退。其实进步主义与扩张主义是美国利
益维护的内外手段而已，本质相同，但是两者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一些矛盾。　　　在进步主义浪潮
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进步主义传统，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国家职能以调节经济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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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心全社会的利益以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全社会的福利问题得到极大的关注。进步主义传
统的形成，不仅标志着美国政治与社会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而且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初步具备了自
我调节与修补的功能。
2、李剑鸣早期的一本著作，与他现在的著作相比，略显青涩，分析得不够深入，有一些自己的观点
，但是更多是陈列式的介绍，把整个运动的来龙去脉陈述了一遍。出版于92年，那写得时候应该是90
年前后，是不是有参考时势的意思就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中国也处于一个大转折时代。本书现在
看来算不上是佳作，但是在，在当时，单独把进步运动提出来，应该也是另辟蹊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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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笔记-第123页

        马克思 韦伯曾说：charisma 无论对传统型统治还是法理型统治，都是至关重要的，不管什么形式
的统治，要想正常运转，就不能离开领导者个人的品格、才能和威望，在民主制度下亦复如此。

2、《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笔记-第223页

        如果说特纳的边疆学说是美国文化独立的号角，那么实用主义哲学就是美国生活方式加以理性化
的结果。

3、《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笔记-第116页

        在进步主义年代，除了市长制以外的两种新的城市管理体制应运而生，一是城市委员会制度，一
是城市经理制。
城市委员会制最鲜明的特点，一是立法与行政合二为一，权力集中于少数几个委员手中，各委员地位
平等，每人负责一个具体部门的事务。二是委员又全体市民直接选举产生，既超越党派又跨越街区。
城市经理制既具备城市委员会的有点，又避免了它的不少缺点

4、《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笔记-第42页

        工业文明的综合征，归结起来，不外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发展到了极点，以
至于达到了不控制个人行为就难以维系社会整体的地步。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发生了脱节。

5、《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笔记-第87页

        在美国，要寻求变革，必须在既定的政治格局中才能做到。两大党都没有确定不变的政治信条和
社会理想，争取选民支持、赢得政府职位是一切活动的归依。因而任何纲领、任何主张，只要能获得
社会的广泛拥护即可为其所用。

6、《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笔记-第39页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也许是，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政治结构与
经济结构间的断裂，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的权力真空。在资本主义经济容量处于空虚状态的时候，经
济得以“自由”的发展，无需政治权力的有力干涉，于是，政府权威自行衰落，企业权力应运而起，
主宰社会。人们往往迷惑不解，为何在内战后的30余年间，美国不仅没有一位出色的总统，甚至连有
影响的法官和国会领袖也没有？难道是对内战中政府权力过渡膨胀的一种反拨吗？

7、《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笔记-第174页

        1907年发生“恐慌”，纽约股市下跌1/3，由此引发了为期一年的经济萧条。对经济学不甚了然的
罗斯福感到束手无策，最后还是不得不请摩根出面来挽救金融市场。
1910—1911年再次出现萧条，资本家指责是政府的干预挫伤了了企业界的信心。
企业界厌倦改革的情绪在1914年发展到了顶点，这使得威尔逊总统不得不无奈的宣布：进步主义改革
已然大功告成，是时候鸣金收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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